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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线上教学推到了各类教育的前台，成为教育界炙手可热的话题。中

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培养方式与其它层次的教育存在较大的差异，中职开

展线上教学的实际效果如何，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调研贵阳市某中等职业学校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的《网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了解到中职学校在开展线上教学时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在对

比该课程的线上线下考试成绩后，给出了中职学校《网络营销基础》课程线上教学的解决方案。研究对

中职学校《网络营销基础》课的线上教学改革，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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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dden outbreak of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in 2020 has pushed online teaching 
to the forefront of all kinds of education and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Sec-
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our education system, its training method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levels of education. What is the actual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research. By investigating a secondary vo-
cational school in Guiyang, the online teaching of the “Network Marketing Fundamentals” course 
during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I learned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in carrying out online teaching, and compared the online and of-
fline courses of the course. After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the solution for onlin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Network Marketing Fundamental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was given. The re-
search has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onlin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Network 
Marketing Fundamental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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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百年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各行各业都在加速转型，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

制造业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需要大批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的技术工人，职业教育

正是培养技术工人的重要手段。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是职业教育中的重要类型，是培养“大国工匠”的重

要一环，因此，中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社会的正常运转，使得无接触式交流成为疫情期间

的交往模式，线上教学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对于中等职业教育这种特别强调动手实践的教育而言，线

上教学是不是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线上教学的实际效果如何？能不能成为中等职业教育新的教学手

段？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网络营销基础》课是中等职业学校财经商贸类专业的必修课，也是非常强调实践的课程。该课程

的实践与工科类不同，其实践是可以通过线上形式来完成的。因此，将中等职业学校的《网络营销基础》

课移到线上开设，会不会比其它课程更有优势？线上教学的效果是不是能达到教学目标？线上教学有哪

些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都是本次调研力图回答的问题。 
本次调研以贵阳市某中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为样本，设计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校《网

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评价调查问卷，通过学生问卷和教师走访来收集相关数据，并应用统计分析

来发现线上教学的优势与不足。通过调研，力图发现中职学校《网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存在的问

题，并结合学校实际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使中职学校的《网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取得良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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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等职业学校线上教学研究现状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当中，因特网也为我们的教学提

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学习已经不只是看书、背诵和做笔记那样枯燥的体验，而是可以线上自主学习、

模拟实践，线下问答交流和补充学习的一种混合式学习形式。中等职业教育因其受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在

以往教学中，线上教学开展得并不多，因此相关的研究也不多。通过中国知网对中职的“线上教学”和“网

络营销”两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近 3 年以来仅有 200 多篇相关文献，现将相关观点梳理如下： 
潘玉(2020)认为，线上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中职教育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中职学校应

该探索线上教学的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能动性。[1]李圆圆(2020)认为，部分教师的在线教学局限于照本

宣科，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养的培养与行业企业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应该通过线上教学

将知识和技能联系起来。[2]王春花(2020)认为，线上教学弥补了传统教学的缺点，对教育改革的推动和教

学质量的提高有重要意义。[3]黎军(2020)认为，中职教师专业素养不高，没有结合实际的教学任务对线上

教学平台进行选择，没有发挥出线上教学的积极作用。[4]唐铸钧(2020)认为，《网络营销》课应该用教学

软件直接模拟企业工作过程，让学生体验今后的工作内容和流程。[5]陈利美(2020)认为，职业教育要利用

好线上教学手段，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6]黄丽(2019)认为，视频教学已经成为教学的重要途径，充分发

挥微课和传统课堂教学的优势，是提高中职教学的有效途径。[7]陈中山(2019)分析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缺

失的原因，指出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将教师从“传道授业解惑者”转变为“资源共享者”。[8]徐羽佳等人(2019)
认为，在《网络营销》课程中应用项目教学法，能提高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9]张华(2018)探索了电

子商务课程网络教学的有效途径，建议教师应该利用网络课程代替传统课堂教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接

受能力、兴趣和学习方式，选择各种形式的信息资源组织学习，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学习成效的提升[10]。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职线上教学大多是线上教学可行性和项目目标教学法的研究，很少有学者对

《网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进行深入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在中职开展线上教学是可行的，这种教学

方法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但线上教学要根据具体的课程和学生情况来安排，不能脱离学

校的实际去开设，否则就得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网络营销是一门重视实践的课程，传统教学方法已难

以达到教学效果，而线上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线上学习中，激发学生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教与学这一过程变得有趣且有用。 

3. 设计调查过程 

3.1. 调查对象筛选 

以贵阳市某中等职业学校财经商贸部的师生为调查对象，重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校《网络营销

基础》课线上教学的相关情况。根据前期摸底的结果，最终选取了电子商务专业 2019 级 3 个班和 2020 级 3
个班的学生，以及参与《网络营销基础》课教学的教师作为调查对象。这样选取的目的，是这 6 个班的学生

在疫情爆发前和疫情爆发期间，先后以传统教学和线上教学的形式完成了《网络营销基础》课的学习和考核，

而相关教师也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教学体验，其调查结果可以作为有效的对比，来反映线上教学的实际情况。 

3.2. 教师/学生问卷设计与发放 

此次调查针对教师和学生分别编制了调查问卷。其中学生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共计 24 个题项：第一

部分是客观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年级等问题，第二部分是对比分析部分，包括线上学习的课堂氛围

如何，线上学习中的注意力、主动性，线上作业负担是否加重等内容；第三部分是主观评价，包括对线

上教学内容的评价、线上教学方法的评价和线上教学效果的评价。教师问卷包括对线上教学内容的评价、

线上教学方法的评价和线上教学效果的评价。问卷调查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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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星和纸质问卷进行发放和回收。学生问卷共发放 11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3 份，其中网络问卷

72 份，纸质问卷 31 份，问卷有效率为 93.6%。教师问卷发放 4 份，收回 4 份，问卷有效率 100%。 

3.3. 考试成绩的收集 

该研究还收集了 19 级和 20 级电子商务专业 6 个班《网络营销基础》课的成绩，通过优秀率、良好

率、中等率、及格率、不及格率和平均分这六项指标，来分析《网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是否有效，

是否能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 

4. 数据统计与分析 

4.1. 学生问卷统计分析 

如图 1，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有超过 70%的学生普遍认为，线上学习的氛围是活跃的，也有少部

分学生认为，线上教学的课堂氛围一般，甚至没有过多的反馈评价。线上教学可能因其教学形式的新颖

性而受到学生的喜爱，因此在线上课堂中的活跃度较高；而存在一小部分学生可能无法迅速适应新的教

学模式，或者对线上教学缺乏兴趣，因而感觉线上教学课堂氛围一般。 
 

 
Figure 1. Students’ perception of online teaching atmosphere 
图 1. 学生认为线上教学氛围情况 

 
如图 2，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绝大部分学生在线上教学中能集中注意力，这说明，线上教学能吸

引学生的兴趣和关注；但是，仍然有极少数学生不能集中课堂注意力，原因可能是这部分学生对教学内

容难以理解，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在课堂上，这就需要教师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文化基础，调动不

同层次的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 
如图 3，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绝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在线上教学中是主动的，这说明，大部分学

生都能积极参与到线上课堂的任务和互动中去；但仍有极少数学生不够主动，这可能是因为，这部分学

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无法跟上教学进度，或者是因为教学内容或方法不能吸引学生，使

得学生不能主动参与其中。 
如图 4，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有超过 90%的学生认为，线上学习的作业质量相比传统教学来说是

没有变化的，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则认为，线上教学形式下的作业质量要更高，仅有 6.54%的学生认

为线上教学的作业质量变差，这可能是因为学生对线上教学形式还没有完全接受，不适应线上提交作业

的形式，或者学生本身对待作业的态度不端正造成的。 
如图 5，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认为《网络营销基础》线上教学在复学后仍有存

在的必要，这说明线上教学模式得到了很多学生的认可；但也有一半的学生对复学后线上教学是否存在

持无所谓甚至没必要的态度，这反映出线上教学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完善，部分学生对线上教学形式还

无法适应，这需要学校、教师和学生多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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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udents’ attention to online teaching 
图 2. 学生认为线上教学的注意力情况 

 

 
Figure 3.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 initiative of online teaching 
图 3. 学生认为线上教学的主动性情况 

 

 
Figure 4. The amount of homework that students think of online teaching 
图 4. 学生认为线上教学的作业量情况 

 

 
Figure 5. Students believe that online teaching is necessary after resuming school 
图 5. 学生认为线上教学在复学后存在的必要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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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师生对线上教学评价的统计分析 

4.2.1. 线上教学内容评价 
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对线上教学内容评价进行 SPSS 分析，信度 α = 0.789 (α > 0.7 则表明量表的可

靠性较高，>0.6 也可)，因此该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1) 如表 1，对于“线上学习的内容准确、科学、完整”这一指标，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师生普遍认为，

线上教学在内容上是准确、科学的，内容比较系统完整；但也有一小部分师生对于线上教学内容的评价

一般，甚至很低。这说明，线上教学在内容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教学内容的设置方面不

够吸引学生。 
2) 如表 1，对于“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处理得当、易于掌握”这一指标，有超过一半的师生感受

评价一般，甚至很低。其原因可能是，教师在线上教学中，没有突出知识的重难点，学生地知识点模糊

不清，难以掌握。 
3) 如表 1，对于“教学内容的分量得当”这一指标，大部分师生认为线上教学内容的分量适中，有

极少数学生认为，线上教学的分量并不合适，可能是由于这部分学生自身接受能力较弱，导致学业负担

比较重，也可能是教师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不合理造成的。 
 
Table 1. Eval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content of students/teachers 
表 1. 学生/教师线上教学内容评价情况 

题目\选项 
教学感受很低 教学感受较低 教学感受一般 教学感受较好 教学感受很好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内容准确、科学、完整 5.52% 0 7.98% 25% 14.97% 25% 40.06% 25% 31.47% 25% 

教学重点和难点层次

分明，易于掌握 
6.54% 0 10.63% 25% 34.97% 25% 29.04% 25% 18.81% 25% 

教学的内容分量适中 5.52% 0 7.57% 0 5.17% 25% 52.11% 50% 29.63% 25% 

4.2.2. 线上教学方法评价 
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对线上教学方法进行 SPSS 分析，信度 α = 0.667，因此该组数据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 
1) 如表 2，对于“线上学习更受欢迎”这一指标，超过一半的师生认为，线上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

而言，更受师生喜爱，这可能是因为线上教学形式新颖，能吸引师生的兴趣；但也有小部分师生对线上

教学的评价一般，甚至很低，这可能是因为这部分师生依赖传统教学，还不能适应线上教学模式。 
2) 如表 2，对于“线上学习方法新颖，吸引学生兴趣”这一指标，超过一半的师生评价在一般以

上，这说明，大部分师生认为线上学习方式新颖，能吸引课堂注意力，提高课堂效率；但仍有少部分

学生对线上教学方法不感兴趣，说明教师在教法上还需进一步完善，尽量带动每一位学生参与到课堂

中来。 
3) 如表 2，对于“线上学习更利于管理班级”这一指标，大部分教师和学生普遍对此评价偏低，认

为线上教学不益于班级的管理和建设，这可能是因为线上教学软件的监督系统存在欠缺，教师不能准确

及时的管理班级。 
4) 如表 2，对于“线上学习更易于沟通，反馈及时”这一指标，有接近一半的教师和学生认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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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学易于沟通且反馈及时，这说明线上教学借助于学习软件能更方便的进行沟通和解决问题；但也有

少部分学生认为线上教学不便于沟通问题，原因可能是教师反馈不及时，或者学生自身不喜欢线上沟通

的方式。 
 

Table 2. Eval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methods by students/teachers 
表 2. 学生/教师线上教学方法评价情况 

题目\选项 
教学感受很低 教学感受较低 教学感受一般 教学感受较好 教学感受很好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线上学习更受欢迎 7.16% 0 9.41% 0 27.63% 25% 35.77% 25% 20.04% 50% 

线上学习方法新颖，吸引

学生兴趣 
6.95% 0 8.79% 0 27.42% 25% 36.38% 50% 20.45% 25% 

线上学习更利于管理班

级 
8.59% 0 11.25% 50% 36.61% 25% 25.97% 25% 17.59% 0 

线上学习更易于沟通，反

馈及时 
7.77% 0 9.82% 0 14.97% 50% 29.04% 25% 38.4% 25% 

4.2.3. 线上教学效果评价 
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对线上教学效果评价进行 SPSS 分析，信度 α = 1，因此该组数据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 
1) 如表 3，对于“课堂积极性更高”这一指标，绝大部分学生和教师的评价在一般以上，这说明，

《网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在课堂积极性和活跃度上比较好，能使课堂氛围活起来；但也有少部分学

生认为，线上课堂的积极性不高，可能是线上教学由于空间限制，教师无法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也可能

是这部分学生的自律性不高，不能自主的参与课堂教学。 
2) 如表 3，对于“线上教学利于掌握知识点和技巧”这一指标，绝大部分学生和教师的评价在一般

以上，这说明，线上教学能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点内容和专业技巧，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但

也有少部分学生对此的感受评价很低，可能是因为这部分学生的自律性和自主性不高，导致学习效率不

高。 
3) 如表 3，对于“线上教学的师生互动性强”这一指标，有接近一半的教师和学生认为，线上教学

易于沟通且反馈及时，这说明线上教学借助于学习软件能更方便的反馈问题并解决问题。少数学生对此

的评价较低，可能是因为教师未能及时就学生的问题作出反馈。 
 
Table 3. Eval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effects of students/teachers 
表 3. 学生/教师线上教学效果评价情况 

题目\选项 
教学感受很低 教学感受较低 教学感受一般 教学感受较好 教学感受很好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课堂积极性更高 6.13% 0 10.43% 0 36.4% 50% 28.43% 25% 18.61% 25% 

利于掌握知识点

和技能 
6.95% 0 8.38% 0 38.45% 50% 28.22% 25% 18% 25% 

师生的互动性强 6.34% 0 8.79% 0 37.01% 50% 28.22% 25% 19.6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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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考试成绩数据统计分析 

如图 6 所示，19 级电子商务 3 个班的优秀率不高，且分布很不均衡；不及格率占比较高，且都集中

在电子商务 3 班；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集中在良好和中等两个等级。总体来说，19 级电子商务专业《网络

营销基础》课成绩不太理想，班级之间差距较大且分布很不均衡。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effective scores in the course of “Network Marketing Fundamentals” for the 19th-level e-commerce 
major 
图 6. 19 级电子商务专业《网络营销基础》课有效成绩分布 
 

如图 7 所示，19 级电子商务专业 3 个班的优秀率比较乐观，但班级之间分布不均衡；不及格率较低，

但都集中在电子商务 3 班；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能达到良好水平。总体来说，20 级电子商务专业的成绩

比较理想，3 班的成绩相对较弱。分析其原因，一是教师在教学能力方面参差不齐，二是学生的学习能

力和基础水平也存在差异。 
 

 
Figure 7. Distribution of effective scores in the course “Basics of Internet Marketing” for the 20th-level e-commerce major 
图 7. 20 级电子商务专业《网络营销基础》课有效成绩分布 
 

如图 8 所示，对比两个年级的考试成绩，我们可以看出，《网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相比于传统

教学而言，优秀率和良好率显著提高，分别提高了 3.56%和 10.17%，不及格率下降了 3.57%，平均分也

提高了 2.37 分。这说明，《网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能提高学生成绩，有比较明显的教学效果。分析

其原因，可能是线上教学形式更适合于《网络营销基础》课的教学，能充分发挥课程优势，使教与学变

得更加高效且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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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Network Marketing Fundamentals” course for e-commerce majors at level 19 
and level 20 
图 8. 19 级和 20 级电子商务专业《网络营销基础》课成绩对比 

5. 调查结果分析 

5.1. 线上教学的优点 

5.1.1. 线上教学情境丰富了学习内容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师生对于线上教学内容的评价普遍较高，线上教学在保障知识科学准确的同时，

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带有情境。在线上教学中，教师结合中职学生的思维特点和学习基础，创新教学方

法，设计教学情境，穿插游戏环节，这正契合了中职学生思维活跃的群体特征。中职生对新鲜事物的接

受能力较强，尤其是对音频、视频和动画等感兴趣的事物，这就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兴趣，发挥主体地位，

在丰富的学习情境下使他们变得主动学习，热爱学习。 

5.1.2. 线上教学方法突破了教学时空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线上教学更有利于师生之间的问答交流和解决问题。线上教学最大的优点就在

于不受时空的局限，在网络状态下可随时随地进行远程交流。与传统教学相比，线上教学不仅可以实现

教学过程回放，还能根据个体差异进行查漏补缺，为师生提供了更加灵活便捷的教学时间和空间，是完

善现代职业教育的好方法。 

5.1.3. 线上教学形式提高了学习兴趣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线上教学的课堂氛围比较活跃，学生更愿意参与到学习的讨论中来。在线上课

堂中，学生通过连麦、发表评论等形式参与讨论，这种学习形式更符合这个年龄段的行为习惯，因此，

线上教学形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轻松灵活的学习氛围，激发了学生学习的欲望，课堂的互动氛围也更加

强烈，收获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5.2. 线上教学的不足 

5.2.1. 线上教学不便于班级管理 
在中职线上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分别处于电子设备的两端，教师通过网上签到、随机提问和观看后

台数据等手段对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是否认真听讲以及是否参与到学习中不

能进行实时的监控，中职生叛逆的心理加之不成熟的价值判断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很容易使他们受到网

络的诱惑，最终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也增加了班级管理的难度。 

5.2.2. 线上教学缺乏软件和技术支持 
《网络营销基础》课是一门强调实践的课程，其涉及的淘宝运营、微信公众号运营以及新媒体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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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都需要学生去实际操作。但事实是很多学校的网络教学设备和技术不足，教师的专业能力也存

在问题，无法实现《网络营销基础》课的线上教学，这直接影响到《网络营销基础》课的教学方式，从

而影响教学效果。 

5.2.3. 学生参与线上教学的主动性和自律性有待提高 
调研表明，线上教学会增加学生的迟到、缺勤次数，降低课堂效率。在线上教学中，教师通过“观

看视频人数”来监测学生的出勤率，但实际情况未必与数据一致，他们可能仅仅是“挂”在课堂上。有

些教师为了保证课堂效率，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或随机打开麦克风提问，这样往往会造成网络不流畅的

问题，或者不能覆盖到全班学生。有些学生则以网络不佳为借口拒绝回答问题，教师为了保证教学进度

只能继续下去，这就为自律性差的学生提供了滥竽充数的机会。 

6. 对策措施 

6.1. 创新线上教学平台的功能 

目前，线上办公软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监督功能不健全、可容纳人数和网络流畅度

等问题。线上教学需要平台功能的创新，针对监督功能，可以开发一款识别虹膜或人脸的教学平台，如

果监测到的对象与信息不对称或者并未检测到对象，系统会反馈给教师并做相应的记录，教师可在系统

后台查看数据。另外，教师可以观看到学生的网络状态，避免学生谎报。针对可容纳人数和网络流畅度

的问题上，教育技术研究者应该在保证最大容纳人数的同时保障网络质量，为线上教学提供无忧的软件

支持。 

6.2. 保障学校的网络教学设备，提高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能力 

职业教育注重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需要校方建设和完善专业实训室和教学设备，满足教学需求。

《网络营销基础》是一门重实践的专业必修课，从教师授课到学生模拟再到专业实践，都需要在网上进

行，因此，学校应该保证线上教学的硬件条件。另外，软件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

能力也直接影响线上教学质量，教师需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技能，做线上教学浪潮

中的掌舵者。 

6.3. 更新教学内容和形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教师可以将课本知识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尤其是中职学生感兴趣的事物。例如《网络营销基础》

课中的“APP 营销”这部分内容，可以用学生日常生活中经常用的美团、小红书、抖音来讲解这部分内

容；“微信公众号营销”正好与学生的朋友圈微商和推荐公众号结合起来。课本知识和身边事物结合起

来，这样会容易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对知识的学习不再是枯燥无味。 

7. 总结 

本研究针对疫情期间《网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效果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发现线上教学存在以下

三个方面的优点：第一，线上教学内容丰富了学习情境；第二，线上教学方法突破了学习时空；第三，

线上教学形式提高了学习兴趣。但线上教学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线上教学缺乏软件和技术支持；

第二，线上教学不便于班级管理；第三，学生参与线上教学的主动性和自律性有待提高。中等职业学校

线上教学模式的推进和完善，需要学校、教师、学生以及线上教学平台研发者等多方的共同努力，本文

就此提出了完善线上教学的措施，希望能够为线上教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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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仅以一门课程来总结线上教学的优缺点是不够全面的，以两个年级的课

程成绩来评价《网络营销基础》课线上教学的效果也是不够严谨的。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将扩大研究

范围和对象，更加深入地研究线上教学的优缺点以及《网络营销基础》课的线上教学效果，提出更加切

实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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